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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函字〔2025〕65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农工党界别活动小组：

《关于建设厦门海洋人文历史分馆的建议》（第 20253054

号）政协提案收悉。我局会同市文旅局、市教育局进行了认真办

理。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工作背景

厦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，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

资源和悠久的海事历史传统。该提案就建设海洋人文历史分馆的

现状、困难、意义进行分析，提出了做好规划与定位、深度挖掘

融合并展现大厦门地区海洋文化历史、加强新馆建设的科技因

素、联合高校力量开展“海丝”历史研究、加强与海丝沿线国家

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等相关建议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对我市推

动博物馆事业发展很有启发和帮助。

我局高度重视海洋文化挖掘和宣传工作，积极与市文旅局、

市教育局等单位探索海洋文化历史相关工作，并指定专人负责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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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办理：一是主动与贵小组沟通了解意图，征求对提案的办理意

见；二是对提案中的建议逐项研究分析，结合厦门海洋文化和历

史等找差距、补短板；三是及时汇总梳理市文旅局、市教育局的

会办意见，全力做好提案的办理工作。

二、措施与成效

（一）深度挖掘，塑造海洋文化精品

一是我局联合新浪厦门开展两季共 13 期海洋文化公开课，

邀请海洋文化资深专家授课，挖掘国际国内海洋人文历史渊源，

通过全媒体广泛传播厦门特色海洋文化，总浏览量超 800 万人

次；支持出版《厦门吃海记》（1-3）、《海族列传》等一系列厦门

海洋文化丛书，助力海洋文化传播。二是市文旅局指导出版《厦

门与海洋的历史岁月》等书籍，向公众介绍厦门的海洋文物遗存；

配合推进厦门海域水下文物普查，发现并确认大牛礁宋代沉船遗

址和外剑礁水下文物遗存，为厦门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

点提供了有力佐证；会同市市政园林局，开展厦门城墙遗址公园

的考察与建设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厦门海防文化的保护与展示。三

是市教育局积极推进在厦高校“海丝”历史文化研究，取得丰硕

成果。厦门大学成立了海洋文化研究中心，与各学术机构组织开

展更多层次、更宽领域的海洋文化工作交流；厦门大学人文学院

王日根教授为作者，出版了《福建海上丝绸之路·厦门卷》，不

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，同时对福建海上丝绸

之路的各项产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厦门理工学院刘芝

凤教授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中国东南海洋史研究》，有望

形成“中国海洋文化资源学”的学科体系，助力构建海洋文化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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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的“历史图谱”。

（二）系统梳理，保护厦门海丝文物

近年来，市文旅局持续深化海丝文物的保护工作，配合省委

宣传部《福建省海丝文物》（暂命名）的编纂工作，扎实开展了

我市海丝不可移动文物的梳理筛选工作。经细致排查，共梳理出

我市海丝不可移动文物 13 处，不仅进一步明晰了我市海丝文物

的家底，为后续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，也以实物的形式

生动展现了厦门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辉煌历史。严格落

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国家、省、市文物保护工作

有关要求，不断加强文物安全状况排查，开展全市不可移动文物

的集中保护修缮工作，对厦门海洋文化代表性人物陈化成、吴必

达、林君升等人的故居均进行了稳妥的修缮。

（三）多元展示，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

一是我局结合“6·8全国海洋宣传日”、厦门国际海洋周等

重要节点，联合厦门大学、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、集美大

学等举办“海洋科学开放日”特色海洋科普教育活动，支持各企

事业单位举办沙滩运动赛事、青少年帆船挑战赛等海洋体育赛

事，鼓励海洋民俗文化活动、海洋主题摄影大赛、海洋文化特色

研学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。二是市文旅局指导市博物馆依托馆

藏文物，举办丰富多彩的展览，如“闽海雄风——民族英雄郑成

功”“陈化成史迹展”“流金岁月——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文物

特展”“当盛世·忆英雄——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暨收复台湾

362周年特展”等，从“海丝”重要人物、事件和遗产等多个角

度，全方位展示厦门海洋文化内涵；指导海沧区建设金沙书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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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其成为海丝文化展示中心，打造海丝人文新地标；指导思明区

建设厦港海洋历史文化展厅，展示厦港疍民习俗等本港渔业文

化。

（四）科技赋能，提升海洋文旅体验

近年来，市文旅局充分利用数字资源，开展云展览等线上服

务，结合人工智能、AR、VR 等现代技术手段，提供沉浸式体验

等新型文旅服务。指导市博物馆举办线上展《当盛世·忆英雄—

—郑成功创意展》，带领观众“穿越”至明末清初，瞻仰民族英

雄郑成功的传奇一生；推出陈公祠全景漫游、郑成功纪念馆等多

个云展览，使观众通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实现“云逛博物馆”；指

导市博物馆研发“成功”系列文创产品，将郑成功传统文化精神

内涵与现代设计相结合，获得观众的喜爱，其中在鲸探平台发行

的“台湾行乐图”数字文创品实现秒售空。

（五）携手高校，共促海洋文化研究

一是联合高校力量研究海洋文化历史。我局支持厦门大学连

续举办四届“中华海洋文化厦门论坛”，推动中华海洋文化研究

跨学科对话和交融；市文旅局与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海丝文物专项

调查课题，提升我市海洋文物保护与研究水平；与集美大学完成

全国首个教育遗产保护类政府规章——《厦门市嘉庚教育遗产保

护办法》的编制。指导华侨博物院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

院、厦门大学文博管理中心联合举办“华侨华人与中国教育现代

化”学术研讨会。市教育局指导厦门高校紧密结合厦门市“海丝”

文化交流与研究需求，着力培养具备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海洋学等

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研究人才。二是加强两岸海洋文化交流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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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连续两年成功举办海峡两岸高校设计展，吸引台湾南华大

学、台湾东海大学等 43 所海峡两岸高校参展，有效促进两岸高

校师生文化交流。厦门大学和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了“两岸学

者面对面”系列活动，聚焦“闽台海洋文化与民俗”展开交流。

集美大学联合厦门市集美区主办了 2024 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海洋

科技文化节（研习营），来自台湾大学、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台

湾高校和在厦学生参与其中。

三、今后推动计划

在今后工作中，我局将结合提案的建议，会同市文旅局、市

教育局努力推动厦门海洋人文历史分馆建设，助力海洋文化保护

利用。一是持续深挖厦门海洋文化内涵，配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

查工作，计划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专项文物调查，以进一步挖掘厦

门海洋文化遗产。二是依托厦门大学、集美大学等在厦高校深厚

的学术底蕴和专业力量，围绕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两岸融合

发展需求，以深化“海丝”历史文化研究为目标，将厦门海洋文

化和历史发扬光大。三是加强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，

通过政策引导、专家指导、加强宣传等方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海

洋人文历史分馆建设工作。四是持续做好厦门海洋文化展示工

作，计划指导市博物馆结合馆藏的海洋文物，整合闽台海洋文化

遗产，举办相关展览，让广大市民了解厦门城市历史，领略厦门

港的魅力。未来在经费、场地成熟的情况下，积极推动市博物馆

建设海洋人文历史分馆。

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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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王 宇

联 系 人：林辉煌

联系电话：0592-2853923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2025 年 5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

